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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生态环境部发布《

入河（海）排污口三级排查技术指南》、《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无人机遥感航测技术规范》、《入

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无人机遥感解译技术规范》对河道开展入河排口排查，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和人

员现场踏勘等手段，对所排查范围做到有口必查、应查尽查，统筹运用人工检查、技术排查、资料核查等

各种手段，采用天空航拍、地面检查（双脚丈量）、水上巡查等多种形式，确保排查无遗漏。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 精神，扎实开展全

市入河排污口排查，规范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努力实现防治水污染、 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的目标。



总体思路

查

溯

测

治

全面掌握入河排污口的数量及 其分布，建立全市

入河排污口名录

摸清入河排污口底数
了解入河排污口污染排放状况，分析掌握污染物

入河情况

开展入河排污口监测

在监测基础上，结合以往经验，开展入河排污口

溯源分析， 基本查清污水来源，明确污染责 任

主体

入河排污口污水溯源
在排查、监测及溯源的基础上， 推进入河排污口
整治，制定实施 整治方案，有效规范和管控入河 
排污口，持续推进整治工作在监测基础上，结合
以往工作

整治入河排污口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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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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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范围与对象

排查对象：
河流上所有通过管道、沟、渠、涵闸、隧洞

等直接排污口，以及所有通过河流、湿地等

间接 排放废水的排污口。

排查范围：

以所排查河流（段)两侧的现状岸线为基准
，向陆地各延伸一定距离

全域入河排污口排查 具体边界

河流(段)两侧5公里内有工业聚集区、畜禽

养殖的，应纳入排查整治 范围



如何排查

“无人机航拍+人工排查+重点核查”

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无人船监测以及声呐、红外等先进技术手段按照“全覆盖”的要 

求开展技术排查，分析辨别疑似入河排污口。参照国家沿江排污口调查，具体采用“三级排查”方 

式进行推进。

一级排查 解译辨别疑似入河排污口

三级排查
重点攻坚，技术详查，进 一
步完善入河排污口名录重点核查

二级排查 核实确定入河排污口信息人工核查

无人机航测及解译



一级排查(无人机航测)

可见光航测

采用M300RTK搭载P1高清航测相机，开展沿着河流岸线布设航线进行正射影像采集，按

照标准正射影像处理流程 对影像数据进行处理。（影像分辨率5cm，平面位置精度1m）

M300RTK+P1规划航线 按照规划航线开展影像采集 河道正射影像成果



热红外排查

采用M300RTK无人机搭载H20T多功能镜头，采集河道沿岸存在水体颜色气味明显异

常的但未发现排污口、工业聚集 区、人口密集区等可能存在水下排口的区域。

热红外排查影像成果

一级排查(无人机航测)

M300RTK+H20T 规划采集热红外航线同步采集可见光
及热红外影像

可见光影像
未发现排放

热红外影像
发现排放



疑似点源

疑似排口解译

包括所有在用、备用、停用的管道、涵洞、沟渠、隧洞或溢流形式进入水体的入河口,所 

有间歇性使用的排涝站、排灌站、抗旱沟渠等承担特殊功能入河口。

一级排查(信息解译)



一级排查(信息解译)

敏感区域解译

航测范围内跨河路桥、码头、滩涂、湿地等涉水区域，以及未直接发现疑似点源的工业 

集中区和工业企业。



二级排查（人工徒步）

“有口必查、应查尽查，双脚丈量”

以一级排查无人机航测解译的疑似排污口、敏 

感区域、排查岸线作为现场排查对象，组织工 

作人员对排查范围内的入河及支流、河涌、工 

业企业、集聚区、居民集聚区、城镇污水处理 

厂、成片农田等开展“全口径”排查，核实确 

定入河排污口信息



以排查河流岸线+最外侧的闸门、桥梁、涵隧

界 定为干流的边界

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

排查河流岸线以及直接入河支流上自汇入口到 

临河第一处水闸、桥梁、涵隧的两侧岸线，为 

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分界线

二级排查（人工徒步）



排查重点：“三下五处二”
三下：桥下、林下、水下

五处：排查岸线、滩涂区、河汊沟渠、人口聚焦区、工业聚集
区

二级排查（人工徒步）



二级排查（人工徒步）

排查重点：“三下五处二”

二处：APP推送疑似点位；重点区域



排污口的认定

传统概念（工业企业、污水处理设施、矿井尾矿库等）排污口
+

其他（农业农村、雨洪径流、沟渠河港、港口码头等）排水口

排污口：一切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的排口

原则： 除了7种情形“非排口”的其他排口都认定！

1 一家一户的生活排污口；

2 农业农村面源中相互连通、换水的排污口（内部交换）；

3 桥梁、道路、堤坝的纯雨水的小管、石缝口；

4 取水泵站的进水口；

5 不最终入江入河的水工构筑物过水设施；

6 地表冲沟、山体渗水；

7 解译结果与现场明显不符的其他排污口，如废弃土木设施、预制管等。

排 口=

二级排查（人工徒步）



二级排查（人工徒步）

7种情形“非排口”（除此之外都认定为排污口）

（1）一家一户的生活排污口 （2）农业农村面源中相互连通、 
换水的排污口（内部交换）

（3）桥梁、道路、堤坝的 
纯雨水的小管、石缝口

（4）取水泵站的进水口 （5）最终入江入河的水工构筑物 
过水设施

（6）地表冲沟、山体渗水 （7）解译错误的



排口拍照要点

 排口必拍3张照片（排口、收纳水体、周边环境），能初步判定疑似来源的可补充信息
。

周边环境正面照

 多个排口情况要指示

收纳水体

 认定为非排口必拍1张

二级排查（人工徒步）



在一级排查、二级排查的基础上，集中组织排查技术装备，开展问题入河（湖）排污口信 

息复核和热点区域精细核查的工作。

问题排污 
口筛选

对二级排查成果进行检查，筛选出存在错误、 
遗漏、模糊、不规范等问题，并记录为有问题 
的入河排污口。

热点区域 
靶向分析

将重点排查区、敏感区、疏漏盲区，作为第三级 
排查热点区域。

技术详查 问题入河排污 
口信息复核 信息存疑的则进行技 

术精细核查

能直接修正的直接改

三级排查重点核查



对于现场人工无法到达点位，或者排查区域存在危险的地方，可以采用M300RTK搭载

H20系列载荷，通过载荷的广角及变焦同步拍摄功能开展无人机精细化巡检核查。

三级排查重点核查



对于存在植被覆盖、 生态修复后产生遮挡的区域，水体颜色气味或水质异常的但未发 

现排污口、 水位较高淹没河岸、工业聚集区、人口密集区等可能存在水下排口的区域。 

可采用无人船搭载声纳系统，也可搭载实时水质监测系统。

无人船作业 声纳成果解译

三级排查重点核查



水下机器人自带高清实时影像系统，拓展搭载多种辅助探测工具，或采用其他合适手 

段，适用于人员无法到达、无人机无法航拍等区域。

三级排查重点核查



后续工作

完成入河排污口的初 
步监测和重点监测工 
作

完成排污口整治方案编 
制，并完成重点区域排 
污口的整治工作

完成入河（湖）排 
污口溯源工作，基 
本查清污水来源

建立排污口的长效 
管理机制，形成入 
河排污口“一张图”

在排查工作完成的基础上，进行后续监测、溯源、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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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项目技术 
设计 组织部署 无人机影 

像采集
影像数据 

处理 信息解译 质量控制

• 无人机一级排查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统一组织开展，先后投入共计有149人 次的技术人员参与该项目中，经前

期规划部署和项目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共计花费55天，于5月底圆满完成 了本项目一级排查相关工作。



总排查面积达到了1786.5 

平方公里，总排查长度达 

到了5905公里

信息解译共花费了27天 

的时间

2028

6481

2759

6260

2219

7158

47046343

南京 无锡 常州 苏州 镇江

太湖流域各市一级排查解译成果

疑似排口 敏感区

14794

无人机外业航拍先后投 

入25架无人机，花费19 

天的时间完成拍摄，照 

片数据量达到了10.4T

正射影像数据处理时间 

花费了32天，影像数据 

量达到了25.8T

案例介绍



天空航拍 地面检查 水上巡查 水下探测

以一级排查无人机航测解译的疑似排污口、敏感区域、排查岸线作为现场排查对象，统筹运用人工

检查、技术排查、资料核查等各种手段，核实确定入河（湖）排污口信息，对无人机航测未发现的排口 

进行查漏补缺，并开展初步溯源，初步建立入河排污口清单，做到有口必查、应查尽查。

案例介绍



本次项目进行无人机一级排查时，由于正射影像只能展示平面俯视视角的局限性，不能很好 

展示河道侧面情况，容易造成解译的遗漏情况。同时，现场排查人员进行排查时，多数只对 

解译的成果进行核实，没有真正达到“双脚丈量，全面检查”的目的。

案例介绍



解决办法

正射影像+视频巡查 三维建模

作业方式 优点 缺点

正射影像
影像分辨率高，可以作为底图看清河岸
情 况

影像角度单一，对于竖直岸堤
和 植被遮挡地区，容易造成遗
漏

视频巡查 可以获取高清晰、指定角度的岸边信息 不能获排污口周边环境情况

三维建模 影像直观，可以任意角度获取排口以及
周 边环境情况 数据量大

作业方法优劣对比



谢 谢！


